
美國防部 2015 年中共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 
美國防部 5 月 8 日公布「2015 年中共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

（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今年報告強調中共 2014
年開始在南沙群島填海造陸，其雖宣稱推動美「中」新型大

國關係及和平發展觀，惟其在東、南海強勢作為顯有不符。

該報告另稱，為臺海衝突作準備仍為共軍現代化主要驅動

力，其次則為因應東、南海突發事件。 
一、法源依據：依據「2000 年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及 2010

年該法案第 1246 條增修規定，美國防部每年必須以機

密及非機密 2 個版本向國會提出「中共年度軍事與安全

發展報告」。 
二、內容要點 

(一)2014 年報告迄今發展 

１、共軍推動改革及反貪：2013 年 11 月中共 18
大三中全會提出共軍改革後，「深化國防和軍

事改革領導小組」隨即成立，由習近平擔任

組長，主導共軍一系列改革，另亦配合全國

反貪行動，查辦前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

等共軍官員。 
２、中共 2014 年開始在南沙群島填海造地：中共

2014年在其南沙群島的5個前哨站進行廣泛

填海造地，截至 2014 年 12 月下旬，已完成

約 500 英畝填海造地，且在其中四處進行基

礎設施工程，中共可能欲建造港口、通信和

監視系統、後勤支援設施及至少一個機場。

多數分析家認為，中共正試圖透過加強南海

防禦基礎設施以改變該地現況。中共可以利



用該等設施作為持久的軍民用基地，用於增

進其在爭議區域的明顯存在。 
３、臺灣亦於太平島進行填海造地：截至 2014 年

4 月為止，臺灣在太平島進行低度的填海造

地作業，迄今已在該島機場跑道附近填實至

少約五英畝土地，根據相關新聞報導，臺灣

在跑道旁邊正興建一個造價 1 億美元的港

口，旨在容納 3,000 噸級海軍護衛艦和海巡

緝私快艇。 
４、臺海持續降溫，惟共軍將於情勢生變時介

入：馬總統 2012 年 1 月連任後，臺海情勢

持續降溫，惟 2014 年 3 月臺灣民眾反服貿

抗爭使得兩岸關係出現緊繃；未來若情勢發

生變化，中共將動員共軍迫使臺灣放棄可能

的獨立舉動，或在以武力統一臺灣的過程中

遏制、拖延或阻絕任何第三方勢力干預。 
５、共軍軍力發展 

(１)二炮部隊：共軍二炮部隊正發展射程達

800 至 1,000 公里的 CSS-11（東風 16
型）彈道飛彈，此加上已部署 CSS-5（東

風 21 型）中程彈道飛彈，其打擊臺灣及

其它區域目標之能力將獲得改善。 
(２)海軍：中共海軍目前擁有超過 20 艘江島

級護衛艦，另外 11 艘則於 2014 年開始

建造，其最終可能擁有超過 60 艘此級軍

艦，此型戰艦將提升中共海軍在東、南海

之瀕海戰鬥能力；中共海軍目前擁有 4 艘



晉級（094 型）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其配備 CSS-NX-14（巨浪 2 型）潛射彈

道飛彈，成為中共第一個可靠的海基核子

嚇阻力量，共軍可能於 2015 年的某個時

點進行首度核子嚇阻巡邏。另「遼寧號」

航母於 2014 年持續進行飛行整合訓練，

惟航空聯隊在 2015 年前應不會登艦，且

該艦因空間較小及採滑跳式起飛甲板設

計，其可搭載艦載機數量及艦載機燃油與

可攜武器數量均將受限。 
(３)空軍及海航：共軍第 4 代殲-10B 戰機預

期將在近期進入空軍服役，另可能向俄羅

斯採購 24 架蘇愷-35S 戰機；中共正發展

殲-20 及殲-31 第 5 代隱形戰機，乃全球

除美國以外唯一同時發展 2 種隱形戰機

的國家。 
(４)陸軍：共軍陸軍 2014 年在長距離快速部

署戰役層級作戰兵力之能力有所精進，其

現代化建設仍著重在擴充特種部隊、強化

陸軍直升機之精確導引武器、強化指管、

防空及電子戰能力。 
(二)理解中共戰略 

１、中共東南海強勢作為不符其和平發展宣

示：中共仍認為與鄰國及美國維持穩定關係

至關重要，因此 2014 年繼續推動美「中」

新型大國關係，其強調避免衝突，以符合其

「和平崛起」宣示，惟中共在推動其國家主



權及領土完整時，措辭及對抗性的行為均更

為強勢；共軍現代化進展若未能透明化，區

域國家對於中共意圖之憂慮將增加。 
２、中共外交政策正發生變化：中共領導人雖公

開支持鄧小平「絕不當頭、韜光養晦」等指

導思想，惟其在特定關鍵領域之作為已不甚

符合該思想（例如其近籌組亞投行），尤其

是習近平 2014 年 11 月在中共「中央外事

工作會議」之政策談話強調中共將堅定保護

自身利益，特別是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並

強調中共扮演更重要角色之意圖。 
(三)武力現代化目標及趨勢 

１、反介入/區域阻絕：中共進行軍隊現代化並針

對各種想定進行備戰，持續發展針對性戰力，

以在大規模戰區戰役，如在臺海戰役中，勸

退、嚇阻或在受令後擊敗可能介入的第三方。 
２、網路作戰：中共可運用攻擊性網路空間作

戰，攻擊網路關鍵節點，破壞敵人區域內網

路，從而支援反介入及區域阻絕作戰；共軍研

究人員主張，發展並運用攻擊性網路作戰能力

以嚇阻或阻止敵人，是取得「網路優勢」關鍵。 
３、太空及太空反制：共軍續強化太空軍事能

力，包括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及可掌握全球各地

及太空目標的太空監視能力；中共企圖運用太

空系統，建構即時準確的監視、偵察、預警系

統，同時提升聯合作戰的指揮管制。 
４、指管通資情現代化：共軍認為指管通資情的



技術進展，是更大的信息化目標的必要成分，

以改善決策的速度及效率，同時提供固定及機

動指揮所安全可靠的通信。共軍正在各軍種及

軍區較低階的單位中，部署類似一體化指揮平

臺的先進自動化指揮系統。 
５、為臺海衝突作準備仍為主要驅動力，其次為

東、南海突發事件：共軍持續追求長期的、全

面的軍事現代化計畫，其企圖是要增進武裝部

隊進行短期、高強度區域戰爭的能力。為潛在

臺海的衝突預作準備仍然是中共軍事投資的

重點與主要的驅動力，然而中共亦正在增加對

於臺灣之外突發事件的籌備，例如在東海與南

海的突發事件。 
６、2014 年容忍更高程度區域緊張：中共尋求確

保周邊地區的基本穩定，並避免發生與美國直

接的對峙，以專注於國內發展並促進中共的崛

起。儘管如此，中共領導人在 2014 年對於區

域緊張關係，展現較為容忍的態度，因為中共

欲要推動其利益，例如在東海與南海的競爭性

領土主張。 
７、美國對中共軍事科技優勢未來將減少：中共

的軍事現代化有潛力減少核心的美國軍事科

技優勢，中共官方所揭露的軍事預算經通貨膨

脹調整後，從 2005 年到 2014 年的期間年平

均成長率達到 9.5%，而在可預見的未來裡，

中共大概會維持差不多程度的國防支出成

長。此外，中共亦正投資於能在一場危機或衝



突中擊敗敵方，以及對抗第三方（包括美國）

干預的武力投射能力。 
(四)軍事現代化資源：中共有財力與政治意願支持國防

費用持續增加，使解放軍成為現代化專業隊伍；

中共繼續利用外資、商業合資企業、學術交流、

歸國留學生與研究人員的經驗，以及國家發起的

工業和技術諜報作為，以提高大陸技術和專業水

平，支持軍事研究、發展及採購。中共從各種管

道支持解放軍現代化，包括：國內國防投資、本

土國防工業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與開發/科技基

礎、軍民兩用技術及外國技術採購。 

(五)因應臺灣突發事件的部隊現代化：中共幾十年來拒

絕放棄使用武力以解決臺灣問題，其對臺灣獨立

等狀況劃下「紅線」，屆時中共可以使用「非和平

的方式」，該等「紅線」之模糊定義為中共動武保

留靈活性。中共對臺用武可能選項包括海上隔離

或封鎖、空中與飛彈作戰、兩棲入侵等。 
(六)美「中」軍事接觸：美國 2015 年國家安全戰略強

調美國尋求與中共發展建設性的關係，以促進亞

洲與世界的安全與繁榮，美「中」軍事交流戰略

即為此整體作法一部分。美國國防部 2015 年計劃

與中共進行的軍事接觸將著重於 3 個互相連結的

方面：透過政策對話與資深領導人的交流建構持

續並且實質性的對話、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建構

具體的、實際的合作，以及增進可以消除潛在意

外或錯誤算計的風險減少措施。 


